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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17日
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日前制
定并印发2022年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助力稳住经济大盘重点措
施，其中包括推进首次申领居
民身份证“跨省通办”，计划从
2022年10月1日起全国其他省
市分批次逐步启动试点工作。

为最大程度地为群众办理

居民身份证提供便利，2021以
来，公安部部署在京津冀、长三
角、闽赣、粤湘、川渝黔等区域
内开展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跨省通办”试点工作。截至
2022年7月底，各试点地区累
计办理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跨省通办”7万余件。
为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要求，有效服务人口及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力提升
公安“放管服”改革效能，公安
部将在总结评估前期试点工作
基础上，指导各试点片区不断
完善信息流转及跨省协作工作
机制，稳步扩大试点范围。

8月1日起，长三角、闽赣、
川渝黔三个片区的9省市已将

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域范围；同
时，公安部指导各地加快省级
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完善，
尽快实现跨省信息流转。

结合各地工作进度，公安
部计划从2022年10月1日起，
全国其他省市分批次逐步启动
试点工作，让此项便民服务在
更大范围惠及群众。

公安部推进首次申领身份证“跨省通办”
10月起将在全国分批次启动试点

自2025年秋季起统一为“非脱产”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名称
不再使用函授、业余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当前，玩具、餐饮、美妆、文具、
图书等诸多消费领域都掀起了

“盲盒风”，消费市场上随处可
见盲盒的身影。为引导盲盒经
营者诚信守法经营，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16日
发布《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
（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盲盒采用类似于抽奖的营
销策略，有的商家打造“系列”概
念，并设置一个最难获得的“隐
藏款”等进行饥饿营销，抽中概
率很低。这使得很多消费者醉
心于享受拆盲盒所带来的不确
定性与惊喜感，容易冲动购买，
助长了非理性消费行为。与普
通商品相比，盲盒具有很强的
信息不对称性，消费者只能依
靠商家的广告宣传来选购，容
易被商家夸大商品价值、虚构
中奖概率等虚假宣传所误导。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盲

盒经营者应将商品名称、种类、
样式、抽取规则、投放数量、隐
藏款抽取概率、价值范围等关
键信息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
保证消费者在购买前知晓。盲
盒经营者不得通过后台操纵改
变抽取结果、随意调整抽取概
率等方式变相诱导消费。

在价格方面，征求意见稿
明确，盲盒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应明码标价，盲盒商品
价格不应与同质同类非盲盒销
售商品价格差距过大。

有消费者反映，拆开盲盒
后，有的产品可能不符合有关
国家标准安全性指标；有的可
能是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二次销
售商品；有的是没有生产日期、
质量合格证以及生产厂家的

“三无”产品。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药

品、医疗器械、特殊化妆品、有
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活
体动物、食品等在使用条件、存

储运输、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等
方面有严格要求的商品，不得
以盲盒形式销售。盲盒经营者
生产、经营的商品，应当符合法
律法规关于质量、安全的要求。
盲盒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
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或者与经营
者明示不符的，应依法履行退
货、更换、修理等义务，不得故
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不得以

“附赠品”“抽奖品”等借口免除
应当承担的质量保证和售后服
务义务。

针对食品、餐饮行业，征求
意见稿提出了明确要求，盲盒
食品经营者在从事食品销售、
餐饮服务过程中使用盲盒商品
开展促销活动，应遵守反食品
浪费法有关规定。餐饮服务经
营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
量点餐。

网购平台对于盲盒销售需
要承担哪些责任？征求意见稿
提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定期对平
台内盲盒经营者真实信息进行
核验。

青少年群体由于好奇心
强、消费观念尚不健全，容易为
盲盒而“上瘾”。在市场监管总
局开展的2022年儿童和学生
用品安全守护行动中，就专门
提出针对盲盒等“新奇特”玩具
开展质量安全隐患排查。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盲
盒经营者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
成年人销售盲盒。鼓励地方有
关部门出台保护性措施，对小
学校园周围的盲盒销售模式包
括距离、内容等进行具体规范。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盲盒
商品或者服务不得含有歪曲历
史、封建迷信、淫秽色情、恐怖
暴力、宗教极端、民族歧视、分
裂国家等法律法规禁止以及违
背公序良俗的内容。不得以盲
盒名义从事或者变相从事赌博
活动。

让“盲盒风”不再乱象丛生
市场监管总局为盲盒经营活动立新规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记者
17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关于推
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要求
自2025年秋季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不再使用“函授”“业余”的名称，统一
为“非脱产”，主办高校可根据专业特
点和学生需求等，灵活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形式教学。

根据实施意见，主办高校应根据
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定位、办学条
件，遵循聚焦特色、控制规模、保证质
量的原则，举办相应的学历继续教
育，强化学历继续教育的公益属性，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普通高校举办
的学历继续教育统一通过成人高考
入学，统一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统一
最低修业年限，统一毕业证书。

实施意见还针对教育教学环节
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要求。

又“上新”了！

三星堆发现首件
带翅膀神兽

近日，四川德阳，三星堆考古
队员在清理一件铜尊器盖时，在器
盖顶部，又发现一个“四翼小神
兽”，这也是三星堆发现的第一件
带翅膀的神兽。

图为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神
兽。 央视新闻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截至6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1.61亿
户，较2021年底增长4.4%。其中企
业5038.9万户，增长4.1%；个体工商
户10794.1万户，增长4.6%。

这是记者17日从市场监管总局
获悉的。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市场
主体增长7.5%，4月份受超预期因素
影响增速下跌，在稳住经济大盘一揽
子政策措施作用下，5月增速恢复至
1.4%，6月增速达19.7%。

今年1至6月，全国新设市场主体
1454万户，同比增长4.3%。从结构
上看，新经济新业态市场主体增长较
快，增幅明显高于总体水平。今年1
至6月，全国新设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企业229.7万户，占新设
企业总量的54.2%，其中现代农林牧
渔业、新型能源企业增速均超30%。
数字核心产业企业增速抢眼，上半年
新设60.4万户，同比增长20%；截至6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数字核心产业企
业达50 9 . 5万户，占全部企业的
10.1%。

全国登记在册
市场主体突破1.6亿户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记者
17日从公安部获悉，自2021年4月至
2022年7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59.4万起。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近年来持续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
制，去年6月至今实现立案数连续14
个月同比下降。

2021年4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
深入开展“云剑”“断卡”“断流”等专
项行动，先后组织开展150次全国集
群战役；国家反诈中心推送预警指令
1.45亿条，拦截诈骗电话28.1亿次、短
信33.6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400
万个，紧急拦截止付涉案资金5518亿
元，成功避免1.09亿名群众受骗。

公安部依托国务院部际联席会
议机制，压紧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
责任，推动把管控治理纳入平安建
设，推进源头管控和教育劝返等工
作，从境外教育劝返涉诈人员23万
人，赴境外针对我国内实施犯罪的人
员大幅减少。公安部会同工信部清
理高危电话卡7769万张、行业卡
1931万张。

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
连续14个月同比下降


